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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全球有15%的残障人士，但在国
际残奥委会的无障碍专家伊利安娜·
罗德里格斯看来，在残奥会中，残障人
士的比例不再是15%，可能90%的人
都需要无障碍设施。

伊利安娜·罗德里格斯从来北京
的第一天就到各个残奥会场馆测试无
障碍设施状况，无障碍座席、无障碍电
梯、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坡道、无障
碍标识……这些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配备齐全的无障碍设施，得
到多国代表团运动员、教练的肯定和
赞许。伊利安娜·罗德里格斯也表示，
北京冬残奥会的无障碍环境可能给今
后的冬残奥会设置了更高的门槛，提
高了水准。

北京冬残奥会得到广泛赞赏
“电梯的空间很大，有利于我们使

用轮椅，我们住的地方，床的高度也被
调低了，非常便于我们使用，冬残奥村
的无障碍设施实在是太方便了！”25岁
的美国残奥冰球队员凯尔·西奇对冬
残奥村的无障碍设施大为赞赏。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北
京冬奥村（冬残奥村）运行团队主任沈
千帆介绍，作为冬残奥会举办期间运
动员“温暖的家”，冬残奥村24小时全
天候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服务。
食宿行中的各种无障碍设施贴心细致
地照顾了大家的需求。

在运动员公寓方面，沈千帆举例，

所有的门都是用单臂可以操作的推拉
门，卧室房间里的床，床脚比冬奥会的
时候降低了10厘米，方便坐轮椅的运
动员上下床。

在运动员餐饮方面，也对餐厅进
行全面无障碍改造。沈千帆介绍，把
餐位之间的间距拉大，方便轮椅通行，
减少撤移餐位146个，保留餐位338
个，其中无座的餐位118个，有座的
220个。同时设置轮椅存放区，准备
轮椅存放牌35套。更改饮品、调料的
摆放规则，方便残疾运动员取用。运
动员餐厅还专门配备了盲文菜单。

来自河北秦皇岛的杨旭是北京冬
残奥会上19名残疾人志愿者之一，他
从冬奥会开始就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做志愿服务。冬残奥会期间，杨旭是
赛事服务领域的志愿者。

杨旭告诉记者，为了让残疾人观
众能够获得最好的观赛体验，杨旭一
个座位一个座位地去试，确保每一个
无障碍座席都能让观众满意。在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观众席的最前排和看
台最高处是无障碍座席位，让残疾人
观众能够看得更清楚。

北京、张家口进一步促
进无障碍发展

3月12日，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
划部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在“北京
冬残奥会遗产”主题媒体吹风会上介
绍，“在筹办之初，我们制定了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不仅用
于规范场馆的无障碍建设，还对主办

城市无障碍环境改善起到指导作
用。”北京和张家口市相继发布实施
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和提
升计划。

3年来，北京市累计整治整改点位
33.6万个，精心打造100个无障碍精
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
民服务圈”，共1.2万辆公交车升级为

“无障碍车辆”，地铁1、2号线等老线
进行无障碍提升，配置无障碍出租车
500余辆，形成以地铁、公交为骨干的
连贯畅通的无障碍交通出行体系。

“以前没有这个无障碍坡道，去哪
都不方便，所以就不愿出门，现在无障
碍修好了，让我们出行更便利了。”今
年57岁的李女士住在首都体育馆周
边，如今，整条街上的商超、酒店、饭店
等，全部完成了无障碍设施改造，门前
坡道、扶手、标识等显眼可见，大大方
便了她和其他居民的日常出行。

张家口市以交通枢纽、城市干道、
公共场所等区域为重点，大力推进城
市无障碍标准化建设。新建及改造盲
道近360公里，无障碍卫生间680个，
无障碍电梯、升降平台100处，无障碍
停车位800多个，接待和服务区域低
位设施176处，无障碍公共服务网站
38个。2021年获评“创建全国无障碍
环境示范市”称号。

“无障碍环境建设程度是一个国
家城市文明的标志。”清华大学无障碍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孙一平表示，无障
碍环境建设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生
活，不仅仅是残疾人。

残健融合、平等共享的
社会环境不断优化

刘兴华表示，虽然本届冬残奥会
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筹办，但是对全中
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引领作
用，“首善有爱，环境无碍”正在成为社
会共识，在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生存
状况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助残风
气形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使残
疾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教育、医疗
机会，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
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比如，以冬残奥会筹办为契机，
在北京市创建666家冬奥示范温馨家
园，开展康复、职业技能培训、法律维
权等 6大类 25项服务，年受益达到
391万人次，建立残疾人健身示范点
90个，实施康复体育进家庭计划、为
6000户残疾人家庭开展入户健身指
导，直接服务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兴华说。

“北京冬残奥会为方便残疾人所
建设的设施和采取的举措，不仅服务
赛事本身，更是服务全社会，这些宝贵
遗产赛后将继续造福广大群众，残奥
精神、残健共融理念也将持续弘扬，成
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刘兴华表示，
冬残奥会是短期的，推动包容性社会
建设是长期的，成功举办冬残奥会不
是终点，是新征程的起点，“我们将与
有关方面通力合作，继续推动创造一
个更加开放融合的世界，让残疾人享
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残健携手助力残疾人“无障碍”融入社会

沿着沿着““更团结更团结””之路之路，，奔向美好未来奔向美好未来
——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式侧记年冬残奥会闭幕式侧记

闭幕式现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睿/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3月 13日晚，国家体育馆“鸟巢”灯光璀
璨，2022北京冬残奥会在这里迎来告别时刻。

一台承载时光的“留声机”出现在场地中
间，一群表演者缓缓走向它，将蓝色的唱针搭在

“留声机”的唱片上。随即，舒缓的音乐在“鸟巢”
中回荡，伴随着唱片的转动，冬残奥会6个大项
的运动员奋勇拼搏的瞬间从“留声机”中央流淌
而出，带领观众穿越到那震撼人心的9天。

过去的9天，不同国家的残疾运动员在3
月的北京、张家口书写冰雪传奇，他们在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激烈角逐，他们在惺惺相惜的同
时挑战极限，他们用残缺的身体昭示着不屈的
灵魂，阐释着“勇气、毅力、激励、平等”的价值

观，每一个走上赛场的他们都是胜利者。
“留声机”的投影折射出一束白光从“鸟

巢”场地中央向夜空中四散，在云端映出一个
同心圆，如同来自46个国家的冬残奥运动员
的心心相印，更昭示着第13届冬季残疾人奥
林匹克运动会完美画上句号。

欢快的《欢乐颂》音乐从“留声机”里跳跃
出来，伴着音乐，四个可爱的雪容融使者在一
群雪花志愿者的簇拥下滑入“鸟巢”中央，各国
参赛代表团旗手举着本国的国旗，在身着白裙
的礼仪小姐和志愿者的陪伴下相继入场。不
同代表团五颜六色的旗帜在场地中央挥舞，

“留声机”的唱片幻化成一个转动的地球，在同
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的残奥运动员成为村里
的居民携起手来，相互扶持，一起向未来。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滑雪运动
员杨洪琼坐着轮椅，举着五星红旗最后一个入
场。在本届冬残奥会上，杨洪琼以王者的气势
包揽了越野滑雪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离、
长距离3个项目金牌，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在北京冬残奥会上，
中国代表团以18枚金牌、20枚银牌、23枚铜
牌的骄人战绩，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书写了
中国残疾人冬季运动的新篇章。

国际残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两名新当选
委员来到场地中央，代表国际残奥委会向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志愿者代表授花。本届冬残
奥会有近9000名年轻的志愿者服务在各个赛
区和场馆，他们像一缕缕阳光照进了各国运动
员的心里。

《爱的感召》中，200多名听障演员用手语
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倾述友情、亲情、爱情，
他们在交流中成长，爱的表达在不断升华。

熟悉的《雪花》旋律响起，全场安静下来，
表演停歇，在盲人少女的小提琴演奏声中，主
火炬缓缓熄灭。天籁般的童声再次回荡在“鸟
巢”，纯洁的冰雪世界里，盲童女孩珍爱地捧起
明亮的“火种”，将这份希望传向大地。

一朵雪花镶嵌在巨大的蓝色唱片中央，
“BEIJING2022”字样烙印在“留声机”上，从
冬奥会到冬残奥会，这朵雪花的故事将成为人
们久久珍藏的回忆。时光流转，在北京2022
冬残奥会上获得的温暖记忆将在每个人心中
永恒，让我们带着这份温暖记忆，沿着“更团
结”之路，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闭幕式上的北
京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
新华社记者

吴壮/摄

闭幕式上的表演。
新华社记者

吴壮/摄

闭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闭幕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中国代表团旗手杨洪琼在闭幕式上入场。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